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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从对国内外若干与金铜钨锡矿床有关的花岗岩4*、A(含量的统计出发，按照花岗岩新的分类，归

纳了花岗岩与成矿的关系。指出金铜成矿与埃达克型和喜马拉雅型花岗岩有关，钨锡成矿与南岭型花岗岩有关。

其原因主要取决于成岩和成矿的深度以及氧逸度条件。金铜和钨锡成矿的深度不同，因此，金铜和钨锡不可能在同

时同地出现，但可以叠加在一起。作者认为，成岩和成矿是两回事，成岩基本上是一个物理过程，而成矿主要体现为

化学反应；成岩需要热，而成矿需要热、流体以及合适的矿源?个条件，缺一不可。在一个地区，成岩作用可以很普

遍，但是，成矿可能很局限。成岩与成矿有关不是成因有关而是时空有关。成矿与成岩同时、或成矿早于成岩、或晚

于成岩，都是合理的，而区分含矿岩体和不含矿岩体可能是没有意义的。文中还讨论了金能否来源于围岩的问题及

找矿思路的问题，指出就矿找矿仍然是行之有效的找矿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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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岗岩与成矿的关系是一个老问题，在学术界

存在许多争论，虽然近几年有了一些进展，但困惑仍

然不少。由于花岗岩与各种金属矿产有关，不同矿

产形成条件不同，问题相当复杂。据初步印象，钼矿

的成矿条件可能是最宽泛的，几乎与各种类型的花

岗岩伴生，似乎无规律可循。相对来说，钨锡和金铜

与花岗岩的关系比较明朗，因此，本文仅涉及金、铜、

钨、锡!种矿产。而铅锌、"##、$%、&’和(矿等的

形成条件似乎与钨锡比较接近，本文未予讨论。

花岗岩属于岩石学范畴，有它自己的研究方法

和思路；矿床学不同于岩石学，也有它自己的研究方

法和思路。花岗岩是各种火成岩中最复杂的，许多

最基本的问题还没有搞清楚，矿床比花岗岩更复杂。

一个地方得出来的花岗岩的结论，大体可以应用于

其他许多地方；而一个地方得出来的成矿规律和模

式，则很难一成不变地应用于另外的地方。花岗岩

与成矿究竟是什么关系，学术界有不同的见解。本

文仅从花岗岩的角度，从元素)*、+%统计的若干实

例出发，不揣冒昧地谈一点与成矿有关的想法，期盼

得到大家的指教。

, 花岗岩与金铜钨锡成矿的关系

本文讨论花岗岩与成矿的关系是从花岗岩新分

类出发的，因此，先交代一下花岗岩的分类。

!-! 花岗岩的分类

花岗岩的分类有许多方案，笔者从埃达克岩的

研究出发，提出了一个新的分类方案，按照花岗岩)*
和+%的含量将花岗岩分为埃达克型、喜马拉雅型、

浙闽型和南岭型花岗岩!类（张旗等，.//0；.//1；

./,/）。埃达克型花岗岩即埃达克岩，是234’56等

（,77/）提出来的。埃达克岩的提法在国内争论很

大，本文将其改称为埃达克型花岗岩，以示其为具有

独特地球化学特征的一类花岗岩（张旗等，./,/）。

最近，笔者统计了0///多个花岗岩数据，得出上述

各类花岗岩区分的指标是：埃达克型花岗岩!（)*）

!8//9,/:0，!（+%）".-;9,/:0；喜马拉雅型花岗

岩!（)*）"!//9,/:0，!（+%）".9,/:0；浙闽型

花岗岩!（)*）"!//9,/:0，!（+%）!,-;9,/:0和

南岭型花岗岩!（)*）",//9,/:0，!（+%）!,-;9
,/:0（图,）。从图,看，不同类型的花岗岩局部有重

叠，表明不同类型花岗岩之间存在过渡的情况。

上述分类有什么意义？笔者解释其主要受花岗

岩形成压力的制约，依据的是花岗质熔体与残留相

平衡的理论。如图.所示，与埃达克质岩浆平衡的

是石榴子石，石榴子石出现的最小压力在/<1!,</
=>’，斜 长 石 消 失 的 最 小 压 力 大 约 在,<.=>’（图

.?），因此，埃达克型花岗岩出现的最小压力应大于

,<.=>’（大多!,<;=>’，有金红石出现，@AB5C36
’D-，.//;）。与喜马拉雅型花岗岩浆平衡的残留相

是斜长石E石榴子石（/<1!,<!=>’），与浙闽型花

岗岩浆平衡的残留相主要是斜长石（"/<1!,</
=>’），与南岭型花岗岩浆平衡的残留相为富钙的斜

长石（"/<1=>’）。不同残留相的出现与各种因素

有关，如源区组成、温度、压力、水和挥发分等等，但

是，最主要的是压力（张旗等，.//1）。因此，该分类

的意义和作用主要反映了花岗岩形成时源区所在的

深度和压力不同（图.）。

因此，根据上述!类花岗岩的时空分布即可知

道一个地区（不论大小）地壳厚度的变化（前提是花

岗岩形成于下地壳底部，不包括与板块俯冲有关的

花岗岩），从而有助于探寻地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

（现已消失）的高原和山脉，对于找矿也有所帮助（张

旗等，.//1；.//7%）。

!-" 埃达克型花岗岩与斑岩铜矿的关系

埃达克型花岗岩与斑岩铜矿有关已经是尽人皆

知了。最近，冷成彪等（.//F’）统计了中国.0个大

中型斑岩铜矿，发现其中的.;个与埃达克型花岗岩

有关，说明埃达克型花岗岩与斑岩铜矿相关的几率

可达7;G左右。在地质研究领域，如此高的几率罕

见，说明这种关系的可靠性不容置疑。图8展示了

中国若干斑岩铜矿的斑岩（和花岗岩）的)*H+%关

系，从图8看，斑岩铜矿的斑岩绝大多数是埃达克型

花岗岩，只有少数落入喜马拉雅型范围，如冈底斯

（图8的红色实心方块），推测可能是蚀变作用使)*
含量降低导致的（见后面的讨论）。新疆东准最近在

斑岩铜矿找矿上取得很大的进展，从图8看，东准的

样品大多落入埃达克型范围，部分落入浙闽型范围

（图8中的蓝色实心三角），推测有可能包括了与成

矿有关和无关的不同时代和不同类型的花岗岩。甘

肃北山和镜铁山的斑岩（图8的紫色实心圆）)*含量

普遍偏低，少数落入埃达克型范围，多数位于喜马拉

雅型和浙闽型的过渡范围，原因不详。有没有例外

的情况呢？有，如佘宏全等（.//F）报道的青海乌兰

乌珠尔斑岩铜矿的例子，样品大多落入浙闽型和南

岭 型花岗岩范围（图8）。花岗斑岩为印支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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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小秦岭埃达克型花岗岩与金矿分布图（据罗铭玖等，"###）

实心圆—金矿；$—第四系；%&—元古界蓟县系；’(—太古界太华群

)*+,! -*.&(*/0&*12134546*&7.425+1855791.*&.*2:*41;*28*2+4(74（<15*3*7543&7(=017&48,，"###）

>18*5?*(?87@A1855791.*&.；$—$04&7(24(B；%&—%(1&7(1C1*?D*E*42>B.&7<；’(—’(?F742G4*F04A(109

图H 山东乳山金矿新鲜的和蚀变的花岗岩的>(@I/图

（资料据凌洪飞等，"##"）

J—新鲜的样品；"—蚀变的样品

)*+,H %81&13>(K7(.0.I/31(3(7.F42548&7(75
+(42*&*?(1?6.3(1<&F7L0.F42+1855791.*&*2>F42512+

（43&7(=*2+7&48,，"##"）

J—)(7.F.4<987.；"—’8&7(75.4<987.

笔者说小秦岭金矿与埃达克型花岗岩有关是从金的

来源角度考虑的。

喜马拉雅型花岗岩与金矿有关是从冀北的实例

中最早发现的（李承东等，"##M）。从图M看，大多数

与金矿有关的花岗岩都是埃达克型的，部分为喜马

拉雅型，这可以分"种情况：! 金矿与喜马拉雅型花

岗岩有关，这样的实例不少，如冀北的峪耳崖、青山

口和牛心山花岗岩（李承东等，"##M）、甘肃阳山斜长

花岗岩（吴春俊等，"##N）、甘肃夏河花岗岩（邱庆伦

等，"##O）和黑龙江宝山花岗岩（高阳等，"##N）等。

" 金矿与埃达克型花岗岩有关，部分样品落入喜马

拉雅型范围可能是蚀变作用所致，如胶东金青顶和

大尹格庄金矿花岗岩（凌洪飞等，"##"，图H）。研究

表明，蚀变作用对花岗岩>(和I/的含量有明显的

影响。例如，强烈的钾化、绢英岩化、硅化会降低花

岗岩中斜长石的牌号，暗色矿物流失，从而使花岗岩

中>(和I/含量不同程度地降低。在山东乳山，新

鲜花岗岩的!（>(）很高，在MJJPJ#QH#JMHNP
J#QH范围，为埃达克型的；而蚀变花岗岩的!（>(）急

剧 下 降，为MNPJ#QH#""RPJ#QH（凌 洪 飞 等，

"##"），落入喜马拉雅型范围（图H）。

此外，还有一类与金矿有关的花岗岩落入浙闽

型和南岭型范围，如海南岛印支期的尖峰岭黑云母

正长花岗岩（谢才富等，"##H），为典型的’型花岗岩

（图M的蓝色空心方块，南岭型）。抱伦金矿位于尖

峰岭岩体外接触带，属热液石英脉型金矿，过去一直

认为金矿与尖峰岭岩体有关，张小文等（"##N）最近

的研究得出了抱伦金矿热液锆石的年龄为JJ"S4，

是早白垩世成矿的。看来，抱伦金矿未必与南岭型

的尖峰岭花岗岩有关（详见后述）。

本文还收集了一些国外金矿的实例（如墨西哥、

菲律宾、加拿大、西班牙、印度、保加利亚和巴西等），

与国内的实例类似，金矿均与埃达克型和喜马拉雅

型花岗岩有关（图T’）。其中，巴西的实例很有意

思。巴西’<4C12克拉通有一个著名的G494U1.金

矿省（G494U1.A185%(1K*2?7），近M!年已采金逾H##
吨（=4<4(417&48,，"##"）。图TV展示了该区花岗

岩和火山岩在>(@I/图上的分布，资料来自两篇文

章，研究的是同一地区，但是，不同作者得出的结论

完全不同。按照=4<4(41等（"##"）的研究，该区花

岗岩和火山岩分为"组：早期的年龄在"####JNOJ
S4之间，从图中看，大多数落入埃达克型和喜马拉

雅型花岗岩范围；晚期的年龄在JON##JOT!S4之

RRT第"N卷 第!期 张 旗等：花岗岩与金铜及钨锡成矿的关系

 
 

 

 
 

 
 

 



 
 

 

 
 

 
 

 

图! 国外与金和金铜矿床有关的花岗岩的"#$%&图（’）和巴西()*)+,-金矿省花岗岩和火山岩的"#$%&图（.）

’/实心菱形—墨西哥、菲律宾和保加利亚的花岗岩（012)13)4/，5667；8,92)41213)4/，5667；.144,913)4/，566:；;<)=&1>,#313)4/，566!）；

实心方块—巴西()*)+,-金矿省的花岗岩（?)=)#),13)4/，5665）；空心方块—巴西()*)+,-金矿省的花岗岩（@A4B)9B13)4/，5665）；实心三角

—加拿大的花岗岩（%)9C13)4/，566D）。./巴西()*)+,-金矿省的资料。空心菱形—时代较早的花岗岩（:ED:!:ED70)）；实心三角—时

代较晚的花岗岩（:DE6!:D!F0)）；空心圆$时代较早的火山岩（5666!:EED0)）；实心方块—时代较晚的火山岩（:DD60)）；实心菱形

—巴西()*)+,-金矿省与金矿有关的花岗岩（以上据?)=)#),13)4/，5665）。实心三角—.)3)4<)花岗岩（据@A4B)9B13)4/，5665）

GBC/! H4,3,>"#I1#-A-%&>,#C#)9B3BJ#,JK-B93<1L,#4M（’）)9MC#)9B3BJ#,JK-)9M4)I)>4,L-B93<1()*)+,-
8,4MH#,IB9J1，.#)2B4（.）

’/",4BMMB)=,9M—8#)9B31->#,=01NBJ,，H<B4B**B91-)9M.A4C)#B)（012)13)4/，5667；8,92)41213)4/，5667；.144,913)4/，566:；;<)=&1>,#3
13)4/，566!）；",4BM-OA)#1—8#)9B31,>()*)+,-8,4MH#,IB9J1，.#)2B4（?)=)#),13)4/，5665）；P*19-OA)#1—8#)9B31,>()*)+,-8,4MH#,IB9J1，

.#)2B4（@A4B)9B13)4/，5665）；",4BM3#B)9C41—8#)9B31->#,=;)9)M)（%)9C13)4/，566D）/./Q)3),>()*)+,-8,4MH#,IB9J1B9.#)2B4/P*19MB)R
=,9M—S)#4B1#C#)9B31-（:ED:!:ED70)）；",4BM3#B)9C41—?)31C#)9B31（:DE6!:D!F0)）；P*19JB#J41—S)4B1#I,4J)9BJ#,JK（5666!:EED
0)）；",4BM-OA)#1—?)31I,4J)9BJ#,JK-（:DD60)）；",4BMMB)=,9M—8#)9B3,BM-#14)31M3,C,4M=B91#)4B2)3B,9B9()*)+,-8,4MH#,IB9J1，.#)2B4

（)>31#?)=)#),13)4/，5665）；",4BM3#B)9C41—.)3)4<)C#)9B31-（)>31#@A4B)9B13)4/，5665）

间，样品数量较少，主要是南岭型或浙闽型的。与金

矿有关的是"),@,#C1和@)#MB=M,PA#,花岗岩，"),
@,#C1花 岗 岩 分 为 早、晚5期，金 矿 与 晚 期 的"),
@,#C1花岗岩有关，"TUV0H年龄为:DE:0)，在图

!.落入埃达克型和喜马拉雅型区域（实心菱形）。

@A4B)9B等（5665）研究了同一个地区，认为与金矿有

关的是.)3)4<)花岗岩，落入南岭型范围，时代为:
DD70)。?)=)#),等（5665）的结论与本文的认识符

合，而@A4B)9B等（5665）的结论与本文不合。看来，该

区还需更加仔细地研究。按照?)=)#),等（5665）的

资料，该区绝大多数中酸性火山岩和花岗岩属于埃

达克型和喜马拉雅型花岗岩，代表加厚的地壳〔全岩

样品W与X)（质量分数）相当或W!X)，属于高钾钙

碱性和钾玄岩系列，是下地壳底部形成的〕，只有:
DD7!:D!F0)（均为"TUV0H年龄）的火山岩具有

南岭型花岗岩的特征，表明在该区岩浆活动即将结

束时地壳减薄了。与金矿有关的"),@,#C1花岗岩

是:DE:0)侵入的埃达克型花岗岩（图!.），代表了

地壳加厚晚期的事件。

%)9C等（566D）最近报道了加拿大一个与金矿

有关的花岗岩的资料，该文的结论与本文完全不同。

按照该文作者的描述，在加拿大阿帕拉契亚造山带

西南的X1L.#A9-LBJK存在5类花岗岩：一类是晚

志留世—早泥盆世的（Y57!7EZ0)），为花岗闪长岩

和二长花岗岩组合（80"），另一类为晚泥盆世的

（7!6!7Z60)）花岗岩组合（8"）。按照本文的分

类，前者属于浙闽型（部分样品落入喜马拉雅型，其

是否有意义不清楚），后者属于南岭型（图D）。该文

作者认为两类花岗岩均与金矿成矿有关。该区金矿

属于斑岩型，该文未提供金矿的年龄资料，想必认为

金矿成矿与侵入岩同时。笔者认为有5种可能："
作者的结论是对的，该结论恰恰与本文的结论相反，

说明金矿成矿的复杂性，也许在特定的情况下金铜

与浙闽型和南岭型花岗岩有关，可以产于减薄的地

壳。这也许是一个特例，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 该区花岗岩与成矿的关系可能还没有搞清楚，需

要查明时代跨越近Z60)的两个阶段的花岗岩中究

竟哪个时代的花岗岩是与金矿成矿有关的，需要精

确测定花岗岩的时代和金矿成矿的时代。如果金矿

时代与上述花岗岩时代接近，作者的结论是对的；如

果金矿时代不同于花岗岩，则需另外考虑金矿的成

因及其与花岗岩的关系。

Y7! 矿 床 地 质 56:6年

 
 

 

 
 

 
 

 



 
 

 

 
 

 
 

 

图! 加拿大"#$%&’()$*+,与金矿有关的花岗岩的-&.
/0图（资料据/1(2#3145，677!）

8—晚志留世—早泥盆世花岗闪长岩.二长花岗岩组合；

6—晚泥盆世花岗岩组合

9*25! :4;3;<-&=#&)’)/0<;&>;)32&1(*3*+&;+,);<
2;4??#@;)*3)*("#$%&’()$*+,，A1(1?1（?131<&;B

/1(2#3145，677!）

8—C13#-*4’&*1(.D1&4EF#=;(*1(2&1(;?*;&*3#.B;(G;2&1(*3#；

6—C13#F#=;(*1(2&1(*3#)

!5" 花岗岩与卡林型金矿的关系

卡林型金矿与花岗岩是否有关存在争论，中国

学者大多主张两者无关，而国外（如美国）多数学者

认为卡林型金矿与中酸性岩浆岩有关。如著名的美

国内华达州卡林型金矿，除常见脉岩外还有侵入岩

和火山岩发育。美国的卡林型金矿是始新世的（H6
!IJK1），与始新世的火山岩和浅成侵入岩有关。

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些侵入岩和火山岩大多具有埃

达克型花岗岩的特征，少数是喜马拉雅型的（图L，

!（-&）MMN87OJ!!L6N87OJ，!（/0）7PLN87OJ

!6P6N87OJ，据Q#))#4#3145，677J）。有些矿区未

见浅成侵入体，推测深部有隐伏岩体，如图87所示

（Q#))#4#3145，677J）。说卡林型金矿与岩浆岩有关

的最简单的理由是，岩浆可以提供中低温金矿（8J7
!I77R）的热源。

卡林型金矿与埃达克型花岗岩和喜马拉雅型花

岗岩有关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国外并不了解这

一点。它说明，内华达卡林型金矿形成的始新世期

间地壳较厚，处于挤压造山阶段，而中新世的流纹岩

为南岭型（图L），表明地壳减薄了。金矿与加厚的地

壳有关，与本文的认识一致。

在中国，西秦岭的许多印支期金矿是卡林型的

（如大型和特大型的甘肃阳山、大水，陕西双王和八

卦 庙金矿等），它们与岩浆岩是否有关有争论，中国

图L 美国内华达州与卡林型金矿有关的中酸性火山岩和

侵入岩的-&./0图（Q#))#4#3145，677J）

8—始新世中酸性火山岩和侵入岩；6—中新世流纹岩

9*25L :4;3;<-&=#&)’)/0<;&*(3#&B#?*13#3;<#4)*+*(3&’S
)*=#1(?=;4+1(*+&;+,)&#413#?3;A1&4*(.3E@#2;4??#@;)*3)*(

"#=1?1，T-U（1<3#&Q#)#4#3145，677J）

8—D;+#(#*(3#&B#?*13#.1+*?*+=;4+1(*+&;+,)1(?*(3&’)*=#&;+,)；6—

K*;+#(#&>E;4*3#)

学者大多主张与岩浆活动无关，但资料表明，它们与

侵入岩是密切相关的（张旗等，677L1）。西秦岭与金

矿有关的印支期花岗岩大多具有埃达克型和喜马拉

雅型花岗岩的特征（图88），其中陕南的印支期花岗

岩大多为埃达克型，除了姜家坪和曹坪的部分样品

外（图88%）。

强调这些卡林型金矿与埃达克型和喜马拉雅型

花岗岩有关，是从矿床与岩浆岩的时空分布得出来

的，但是，笔者更强调矿液来源。就金的地球化学属

性而言，它主要源于地幔和玄武岩，因此，金主要是

深源的。卡林型金矿不论与岩浆岩距离远近，说它

们总是与岩浆岩有关是从金的来源说起的，而这个

岩浆岩应当是埃达克型或喜马拉雅型花岗岩。因

为，埃达克型和喜马拉雅型花岗岩与金一样，需要高

温、高压和高氧逸度条件。有人认为卡林型金矿的

金是源于围岩碳酸盐岩或硅质沉积岩，这种说法是

靠不住的（罗照华等，677L）。

陕甘川卡林型金矿如此，滇黔桂卡林型金矿呢？

是否也与花岗岩有关？金是深源还是浅源的？葛良

胜等（677L）有很好的归纳，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

那么，金是否都是深源的，全球金矿是否都与埃

达克型和喜马拉雅型花岗岩有关？答案是：有可能。

因为，金如果是一次来源的，必定与深源有关，与深

源有关不一定非得埃达克型和喜马拉雅型花岗岩，

玄武岩和煌斑岩也是深源的，有些金矿与玄武岩和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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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岩有关也是合理的。金有二次来源，即次生金矿，

如砂金和含金砾岩。可可西里上个世纪末曾经发生

过疯狂的淘金热，数万人集中在高寒不毛之地，当然

淘的是砂金。砂金源于何处？后来发现可可西里存

在许多埃达克型斑岩和火山岩，才明白原来根源在

此。砂金由于长时间的风蚀水浸，地幔和深源信息

早已消失殆尽，留下的只是浅源的信息。现代有砂

矿，古代也有砂矿，古代的砂矿不就是沉积型金矿

吗？那的的确确是没有任何深源信息的。因此，现

在所见到的金矿是否有深源信息不是关键，如果金

矿没有，追根溯源，也不能说它原来没有。

!!" 花岗岩与钨锡成矿的关系

很早就知道，钨锡与"型花岗岩关系密切，如中

国南方的许多实例（图#$）。从图#$看，绝大部分与

锡或 钨 锡 有 关 的 花 岗 岩 均 具 有 南 岭 型 花 岗 岩 的

特点，说明成矿与地壳减薄事件有关。例外的实例

图#$ 与钨锡成矿有关的花岗岩的%&’()图

"!所收集的全部数据；*!仅截取!（()）!#+,#+-.的数据

图例：空心圆—中国南方（包括大厂、芒厂、锡田、黄沙坪、王仙岭、大义山、骑田岭、花山、姑婆山、个旧、赣东北灵山、赣南天门山、大吉山、漂

塘等；资料来源：陈富文等，$++/；马铁球等，$++0；余阳春等，$++.；蔡明海等，$++01；$++0)；姚军明等，$++/；柏道远等，$++2；汪雄武等，

$++0；付建明等，$++.；邓希光等，$++/；34536718!，$++2；顾晟彦等，$++.；朱金初等，$++.；王永磊等，$++2；程彦博等，$++9；章平等，$++/；

华仁民等，$++:；丰成友等，$++2；陈文伦等，#;;;；戴传固等，$+++；梁国宝，$++9；伍光英等，$++/）；实心圆—骑田岭（汪雄武等，$++0；付建明

等，$++.；邓希光等，$++/；34536718!，$++2；顾晟彦等，$++.；朱金初等，$++.）；实心菱形—新疆、内蒙古、西藏（王治华等，$++.；唐红峰等，

$++2；赵东林等，#;;2；吴宏恩等，$++9；李永军等，$++;）；空心方块—国外含锡或钨锡花岗岩（如吉尔吉斯坦南天山，据<=>=?68@=6718!，

$++;；伊朗%A1@’<BA>，据CDE1648F6718!，$++/；西班牙伊比利亚中带的G181E1岩基，据HB4I16718!，$++9；葡萄牙中部J=BK641花岗岩，据

L64K16718!，$++;；巴西"E1I=>1D地区M474>N1锡矿，据36>A1&=6718!，$++$；O=D7486718!，$++$；纳米比亚%?47I@=??6和<864>%?47I@=??6花

岗岩，据P11?1816718!，$++2；加拿大L=K1%Q=741省R1K4D湖花岗岩，据R=D7186718!，#;;/；泰国北部 SB1>N(1=花岗岩，(=@1&76718!，

$++:；H147A，#;;/；葡萄牙北部C&K6T=D1花岗岩，据J=E6D6718!，$++$；巴西M474>N1和J=41D奥长环斑花岗岩，据36>A1&=6718!，$++$）；实

心方块—伊朗%A1@’<BA>花岗岩（CDE1648F6718!，$++/）

U4N!#$ M8=7=V%&K6&DBD()&68176T7=W’%>=&6T6?=D47D
"!"88T171Q=886Q76T；*!X>8FT171=V!（()）!#+,#+-.Q=886Q76T

36N6>TD：X?6>Q4&Q86—%=B7AOA4>1（4>Q8BT4>NR1QA1>N，S1>NQA1>N，Y4741>，PB1>NDA1?4>N，W1>NZ41>84>N，R1F4DA1>，[4741>84>N，PB1DA1>，JB\

?=DA1>，J6]4B，34>DA1>=V>=&7A61D7G41>NZ4，̂41>E6>DA1>，R1]4DA1>，M41=71>N=VD=B7AG41>NZ4；R171D=B&Q6：OA6>U6718!，$++/；S16718!，

$++0；(B6718!，$++.；O146718!，$++01；$++0)；(1=6718!，$++/；*=6718!，$++2；W1>N6718!，$++0；UB6718!，$++.；R6>N6718!，$++/；

34536718!，$++2；JB6718!，$++.；5AB6718!，$++.；W1>N(6718!，$++2；OA6>N6718!，$++9；5A1>N6718!，$++/；PB16718，$++:；U6>N
6718!，$++2；OA6>W6718!，#;;;；R146718!，$+++；341>，$++9；WB6718!，$++/）；%=84TQ4&Q86—[4741>84>N（W1>N6718!，$++0；UB6718!，

$++.；R6>N6718!，$++/；34536718!，$++2；JB6718!，$++.；5AB6718!，$++.）；%=84TT41E=>T—Y4>]41>N，_>>6&S=>N=841，̂4)67（W1>N67

18!，$++.；̂1>N6718!，$++2；5A1=6718!，#;;2；WB6718!，$++9；34(G6718!，$++;）；X?6>D‘B1&6—%>=&W’%>)61&4>NN&1>476D4>7A6a=&8T
（DBQA1DD=B7A 4̂1>DA1>4><F&NFI，1V76&<=>=?68@=6718!，$++;；%A1@’<BA>=V_&1>，1V76&CDE1648F6718!，$++/；G181E1)17A=847A4>Q6>7&18

_)6&41)687=V%?14>，1V76&HB4I16718!，$++9；O6>7&18J=BK641N&1>476=VM=&7BN18，1V76&L64K16718!，$++;；M474>N1%>E4>6=V"E1I=>1D1&614>

*&1I48，1V76&36>A1&=6718!，$++$；O=D7486718!，$++$；%?47I@=??61>T<864>%?47I@=??6N&1>476=VL1E4)41，1V76&P11?1816718!，$++2；R1K4D

31@6N&1>4764>L=K1%Q=741M&=K4>Q6=VO1>1T1，1V76&R=D7181>TOA1776&]66，#;;/；SB1>N(1=N&1>4764>>=&7A6&> Â1481>T，1V76&(=@1&76718!，

$++:；H147A，#;;/；C&K6T=D1N&1>4764>>=&7A6&>M=&7BN18，1V76&J=E6D1>TL64K1，$++$；M474>N11>T&1?1@4K4N&1>476D4>*&1I48，1V76&36>A1&=67

18!，$++$）；%=84TD‘B1&6—%A1@’<BA>J&1>4764>_&1>（CDE1648F6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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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一个是骑田岭花岗岩，在图"!中（实心圆）

落入浙闽型花岗岩范围。据陈富文等（!##$）研究，

骑田岭花岗岩的主体%&含量较高〔"#个样品平均的

!（%&）’"(")"#*+，!（,-）’./+0)"#*+，12／12!

’#3(!〕，而(个 补 体 花 岗 岩%&含 量 较 低〔平 均

!（%&）’(.)"#*+，!（,-）’(/4+)"#*+，12／12!

’#/"5〕，显然，前者是浙闽型的，后者是南岭型的。

他们认为成矿与补体花岗岩关系密切。邓希光等

（!##$）给出的骑田岭花岗岩611资料中也有明显

的负铕异常，看来，骑田岭的钨锡成矿作用主要仍然

是与南岭型花岗岩有关。国外与钨锡有关的花岗岩

也是与南岭型花岗岩关系密切，从图"!看，国外的

花岗岩,-含量特别高，说明有相当数量的花岗岩是

含副长石的碱性花岗岩。但是，在伊朗有一个例外，

即%789:;27<花岗岩，也是浙闽型的（图"!=中的实

心方块）。据1>?8@ABC等（!##$）的研究，侏罗纪的

%787:;27花岗岩由!个单元组成，一个是花岗闪长

岩〔"+$D8，!（%AE!）’+.F!4"F〕，另一个是正长

花岗岩〔"+"D8，!（%AE!）’4.F!44F〕。前者为

浙闽型，后者%&含量也普遍较高（"5()"#*+!(0)
"#*+），但有比较明显的负铕异常（12／12!介于#3#$
!#3+$之间，1>?8@ABC@G8B/，!##$），介于浙闽型和

南岭型之间（图"!）。该文作者认为锡矿（"$0D8）

与"+$D8的花岗闪长岩关系密切（锡矿脉位于花岗

闪长岩内）。这个实例很有意思，但是，锡矿与花岗

闪长岩空间上密切伴生并不一定表明两者是有关

的，理由见后面对山东乳山金矿和海南抱伦金矿的

讨论。

图"!还有一个现象，即有相当一部分数据落入

喜马拉雅型花岗岩范围，这引起笔者的注意，推测可

能是受蚀变作用的影响，个旧花岗岩的实例可以说

明这个问题。个旧花岗岩最近报道了很好的地球化

学和同位素年龄资料（王永磊等，!##4；程彦博等，

!##0）。王永磊等（!##4）发现，老厂花岗岩的稀土元

素具有!种不同的配分模式：第一组呈右倾型，轻稀

土元素富集，轻、重稀土元素之间的分馏较为明显，

H8I／,-I比 值 高（!#!.(），发 育 中 等 负12异 常

（12／12!’#3.0!#3(+），相当于本文的喜马拉雅型

花岗岩；第二组近似于“海鸥”型，轻、重稀土元素的

分馏程度较低，H8I／,-I 比值为!!.，具有强烈的

负12异常（12／12!’#3#0!#3"(），相当于南岭型

花岗岩，但是，有少数样品落入喜马拉雅型与浙闽型

的 过渡区域（图".），推测可能与蚀变有关。研究表

图". 个旧花岗岩%&:,-图

"—第一组花岗岩（王永磊等，!##4）；!—第二组花岗岩（王永磊

等，!##4）；.—个旧花岗岩未分（程彦博等，!##0）；年龄据程彦博

等（!##0）

JAK/". LBMGMN%&O@&>2>,-MNG7@P@QA2K&8<AGAR&MR9>
"—S7@NA&>GK&M2TMNK&8<AG@（U8<K@G8B/，!##4）；!—S7@>@RM<V
K&M2TMNK&8<AG@>（U8<K@G8B/，!##4）；.—P&8<AG@（W7@<K@G8B/，

!##0）；XK@V8G8N&M?W7@<K@G8B（!##0）

明，第二组花岗岩与成矿作用关系密切。程彦博等

（!##0）的后续研究也证实老厂花岗岩有上述两种类

型（图".），他们对其中的中粒:细中粒黑云母花岗岩

进行了锆石Y:L-HX:ZWL:D%定年，得出的结果为

（0$[#30$）D8，该年龄样品（\##0:"）的!（%&）为

..)"#*+，!（,-）为$3.$)"#*+，为南岭型的（图

".），故与个旧锡矿有关的花岗岩是晚白垩世的，与

锡矿无关的喜马拉雅型花岗岩的时代不清楚。个旧

的发现非常有意义，它说明：一个岩基（或复式岩体）

可能由不同的侵入体组成，发育不同时期不同类型

的花岗岩，而成矿可能只与其中的某一类花岗岩有

关。因此，我们的研究应当更加仔细，不能满足于泛

泛的研究，应当努力区分开不同岩性、不同类型、不

同时代的花岗岩，查明哪些与成矿有关，哪些与成矿

无关，从而避免张冠李戴，搞错了找矿方向，贻误了

找矿时机。

泰国也有一个与蚀变有关的实例。泰国北部有

一个;72<G8<岩基，是东南亚锡成矿带的一部分，该

成矿带是晚三叠世—早侏罗世的（资料大多来源于

上个世纪4#!0#年代，并不可靠，据,M98&G@G8B/，

!##.）。其中的]28AD8@%8<岩基为%型花岗岩，由

粗粒、斑状至巨斑状的二云母花岗岩组成，不含矿，

!（%&）为0$)"#*+!"(.)"#*+，!（,）为.+)"#*+

!(")"#*+，属于浙闽型花岗岩（图"(X）；而位于岩

基 南端的D28<K,8M花岗岩由粗粒:中粒的白云母

0.4 矿 床 地 质 !#"#年

 
 

 

 
 

 
 

 



 
 

 

 
 

 
 

 

图!" 泰国#$%&’(&岩基的)*+,-图（.）和/00分布图（1）（,23(*’4’(56，7889）

球粒陨石标准化值引自)%&等，!:;:

<=>6!" )*?4*@%@,-A=(>*(B（.）(&A/00A=@’*=-%’=2&（1）C2*>*(&=’4@C*2B’$4D%(=E(4)(&(&AE%(&>,(2%&=’@
2C’$4#$%&’(&1(’$25=’$，F$(=5(&A（,23(*’4’(56，7889）

G$2&A*=’4+&2*B(5=H=&>?(5%4@C*2B)%&4’(56，!:;:

花岗岩和白云母I电气石花岗岩组成，伴生钨锡矿，

!（)*）为!9J!8KL!"8J!8KL，!（,）为9!J!8KL

!MLJ!8KL，为 南 岭 型 的。E%(&>,(2花 岗 岩 的

!（,-）很低（8N;OJ!8KL!!N7"J!8KL），落入喜马

拉雅型范围（图!".），推测是蚀变作用造成的，因为虽

然落入喜马拉雅型范围，但是，花岗岩的负铕异常非

常低，0%／0%!在8N!"!8N8M之间（图!"1，据,23(*’4’
(56，7889），喜马拉雅型花岗岩很少有如此大的负铕

异常（张旗等，788;），故应当是南岭型的。

巴西北部.B(H2&(@州有一个著名的G(*(P(@古

元古代锡成矿省，那里有许多古元古代（约!6;Q(）

的花岗岩，按照本文的分类大多是南岭型的，部分为

浙闽型，如R(55’.>&25等（788M）报道的几个花岗

岩，并认为是.型花岗岩。实际上有浙闽型与南岭

型花岗岩之分（图!M），按照上述作者的结论，在上述

花岗岩中，与锡矿有关的是负铕异常最明显的S45$2
Q%=5$4*B4岩套和)4**(A2@G(*(P(@岩套的淡色花岗

岩（如T2P%U(花岗岩），S45$2Q%=5$4*B4岩套是南岭

型的（图!M），T2P%U(花岗岩没有资料。而且，S45$2
Q%=5$4*B4花岗岩是还原型的，其氧同位素是最低

的，相当于美国中西部的钛铁矿系列（.&A4*@2&4’
(56，7889）。与此相反，V(B2&(&A)4**(A2@G(*(P(@
岩套的副矿物中磁铁矿较多，类似于美国中西部的

磁铁矿系列花岗岩。巴西的实例说明，与锡矿有关

的花岗岩绝大多数都是南岭型的，因为，它需要低氧

逸度及浅的岩浆源深度。

图!M 巴西古元古代花岗岩的)*+,-图

从图中看出，/4A4&U(2和G=>(&2岩套属于浙闽型，其余为南岭型。

其中与锡矿有关的为S45$2Q%=$4*B4岩体为南岭型的（资料据

R(55’.>&254’(56，788M）

<=>6!M )*?4*@%@,-A=(>*(B2C0(*5WT*2’4*2H2=U>*(&=’4
=&1*(H=5

.@@$2X&-W’$4C=>%*4，/4A4&U(2(&AG=>(&2>*(&=’4@-452&>’2
Y$4B=&+’WZ4，’$4*4@’’2[(&5=&>’WZ46F$4S45$2Q%=$4*B4>*(&=’4
-452&>@’2[(&5=&>’WZ4*45(’4A’2)&+B=&4*(5=H(’=2&（(C’4*R(55’.>&25

4’(56，788M）

7 成岩与成矿的关系

!6" 成岩与成矿的区别

成岩是一个物理过程，主要受温度的控制，当岩

浆的温度低于固相线温度时即固结为岩体。而成矿

（主要指金属矿床）主要是一种化学反应，是由于化

学变化从液相转变为固相才成为矿床的。成岩有自

:9O第7:卷 第M期 张 旗等：花岗岩与金铜及钨锡成矿的关系

 
 

 

 
 

 
 

 



 
 

 

 
 

 
 

 

己独立的过程，成矿也有自己独立的体系（罗照华

等，!""#）。岩浆是熔体，黏性大，尤其花岗质岩浆，

很难对流和交换；而矿液是流体，黏性极低，极易与

周围物质发生交换。假如一个矿床是酸性的，有可

能矿液原先是碱性的；如果矿床具有低氧逸度的特

点，也许矿液早先是高氧逸度的，这叫相反相成。我

们知道，酸碱反应可以产生中性的沉淀物，成矿大体

也是这个道理。成矿在很多情况下是由于温度、压

力、溶解度、饱和度、酸碱度、氧逸度等发生变化时发

生的。因此，不能因为我们现在测定的矿床的大气

水多、沉积物组成丰富、气液包裹体温度低，就认定

矿床是沉积型的，成矿与天水有关。这时，我们更应

当关注那些微弱的、矛盾的甚至被淹没的信息，如少

量的岩浆水、少量的幔源物质等等，而可能正是这些

微弱的信息提供了源区来源的资料。

!$! 成岩与成矿有成因联系吗？

我们搞研究喜欢探究成因，如花岗岩成因、玄武

岩成因、矿床成因等。“成因”是什么含义？百度词

条的答案是：“造成某种局面或结果的原因”，指的是

因果关系。实际上得到的答案有些并非因果关系。

要查明一件事情的因果关系谈何容易。某个花岗

岩，其源岩究竟是什么？依靠人们目前的认识往往

具有多解性。因为，我们对壳幔边界究竟发生了什

么根本不清楚。两个东西总是形影相随并不表明两

者具有亲缘关系或成因关系。就以斑岩铜矿与埃达

克型花岗岩来说，埃达克型花岗岩形成于加厚下地

壳的底部，是各种源岩（玄武岩、年轻的或古老的变

质岩、%%&等）在高压下部分熔融形成的；金铜等也

来源于下地壳底部，由于流体的作用被从玄武质岩

浆和地幔中萃取出来。埃达克型花岗岩的形成需要

高温、高压，流体可有可无，有流体更好；而金铜被萃

取除了需要高温、高压外，还需要丰富的流体和高氧

逸度条件以及合适的金铜源岩。高温和高压在下地

壳底部处处存在，而流体和合适的氧逸度并非到处

都有，因此，在下地壳底部成矿比成岩的条件苛刻得

多。成岩可以很普遍，对于埃达克型花岗岩，只要存

在加厚的地壳（足够的压力），有足够的温度，不同性

质的源岩均可部分熔融形成埃达克质熔体。如果有

流体的参与，部分熔融的条件更加容易达到。而成

矿却很不容易，首先需要有矿源：对于金铜来说，它

主要源于玄武质岩浆和地幔岩，只要有玄武岩底侵

或软流圈地幔上涌，即可带来金和铜；对于钨锡来

说，主要源于下地壳，由于元素分布不均匀，在下地

壳底部不是任何地方都有适量的钨锡成矿元素分

布。为什么有些地方钨富集（如赣南）？有些地方锡

丰富（如广西大厂和云南个旧）？为什么东南亚锡矿

资源丰富而钨很少？可能主要受源区组分的控制。

由陆壳组成的下地壳是钨锡的重要来源，而由洋壳

组成的下地壳贫钨锡，即使其他条件统统具备也不

能成矿，例如中亚造山带。其次，有了金铜的源岩还

不行，还需要有流体循环，有合适的氧逸度条件，足

以把金铜从源岩中萃取出来，溶解在溶液中被转移

出来。如果源区既有铜也有金，且各种条件均允许

两者被转移到流体中，则最终形成的矿床可能同时

富集金和铜；如果各种条件只允许金或只允许铜被

萃取，则最终形成的矿床要么是铜矿，要么是金矿，

或铜矿含少量金，或金矿含少量铜。

因此，成岩和成矿有不同的要求：成岩只需要热

这一个条件；而成矿则需要满足热、流体和矿源三个

条件。如果只有热，可以形成花岗岩但不成矿；如果

有热和流体，更加有利于形成花岗岩但也不一定成

矿；如果有热、流体和合适的矿源，则既有利于成岩

也有利于成矿。热来自地幔。对于金铜成矿来说，

地幔和玄武岩也是金铜的主要来源，因此，如果有软

流圈地幔上涌或玄武岩底侵，还有从地幔和玄武岩

带来的流体，有合适的氧逸度，有足够的压力，即有

利于金铜的萃取和成矿。对于钨锡来说，既需要有

从地幔或玄武岩底侵带来的热和流体，还需要合适

的下地壳钨锡来源，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因此，成岩相对于成矿是比较容易满足的，因

为，有利于成矿的条件必定有利于成岩，故地表花岗

岩多，矿床少。一个地区可以有花岗岩大量出露而

无矿，但是，不可能有大量矿床出现而没有花岗岩

（仅就与岩浆岩有关的矿床而言）。成矿，成什么矿，

关键取决于源区条件和萃取条件，这就是成矿的局

限性和特殊性。在华北，埃达克型花岗岩广泛出现，

可以是深成岩基（如八达岭、涞源花岗岩基），也可以

是浅成侵入体（如长江中下游），甚至喷出地表（如髫

髻山组、兰旗组火山岩）。但是，成矿却是局部的，仅

集中在长江中下游、胶东、冀北和小秦岭等地。长江

中下游以铜为主，金次之；其余地方金为主，铜很少。

之所以如此，是由下地壳底部成矿和成岩条件和矿

床保存条件决定的。

笔者认为，成矿与成岩有关，指的不是成因关系

而是时空关系。空间上，成矿并不严格限于岩体内

部和边部，有些可与岩体相距甚远甚至“无关”（在远

"’( 矿 床 地 质 !")"年

 
 

 

 
 

 
 

 



 
 

 

 
 

 
 

 

离岩体的沉积岩中或裂隙中）；时间上，成矿可与成

岩同时，也可以略早于或略晚于成岩。以铜陵为例，

与铜矿有关的埃达克型花岗岩的时代在!""!!#!
$%之间（最大!#!$%，沙滩角，以上均为&’()$*
或+,-).*-$&方法）；而成矿集中在!"/!!0!$%

（(1-23法）。小秦岭金矿大多产于太华群中，但是，

越来越多的资料表明，小秦岭金矿的成矿时代与附

近的埃达克型花岗岩（华山、文峪、娘娘山等）是同期

的。因此，小秦岭金矿与埃达克型花岗岩有关。虽

然金矿就位于太华群，并不与花岗岩接触，但是，太

华群只是金矿赖以沉淀的载体（围岩），太华群不是

金的源岩，与金矿的成因无关。

为了说明成岩和成矿的关系，可以用下面的图

（图!4）来示意：在图!4,中，假定埃达克质岩浆和

金矿皆起源于加厚下地壳的底部。下地壳由于有来

自地幔的玄武质岩浆底侵或软流圈上涌提供的热而

熔融，形成埃达克型花岗岩，理论上岩浆上升可以定

位在地壳的任何部位直至地表，而岩浆成分不会发

生明显的变化，即使与围岩或其他岩浆发生少量的

混染或混合作用，初始部分熔融形成的岩浆成分如

果具有埃达克型花岗岩的特征，那么，最终固结的岩

浆成分仍然是埃达克型花岗岩，且不论其是岩基、岩

株、岩墙、岩脉或火山岩。

矿床则不同，矿床的形成除了需要热之外还需

要流体和相应的物源（如金铜等）。由于金主要来源

于地幔和玄武质岩浆，因此，含金矿液聚集的最佳位

置也在下地壳底部。如果既有流体又有金的来源，

则可形成含金的矿液，矿液由于是流体，黏性极低，

比岩浆的性质更活泼，更有利于向上移动。但是，正

由于其为流体，与围岩的交换作用也更加容易。因

此，在矿液上升期间可能与周围物质发生交代从而

频繁改变自身的性质。矿床和矿液不同，固体的矿

床是矿液沉淀的产物。矿液沉淀不是简单的降温过

程，而是复杂的化学反应的结果。如图!4,所示，矿

液在从下地壳底部上升的过程中，可能发生过不止

一次的化学性质的改变，可能从矿液"变化为矿液

#、矿液$等等，最终沉淀于地壳的浅部才成为矿

床。如果矿床是由矿液$转变来的，那么，矿床的性

质必定不同于矿液$，更不同于矿液#和矿液"。

前面说了，岩浆可以固结在地壳的任何部位，矿床只

能形成在地壳的浅部，例如中上地壳，而不可能形成

在下地壳。这是由于地壳越深温度越高，不利于矿

床的沉淀。如果剥蚀较浅，出露的是上地壳，则花岗

岩的存在形式以小岩体、斑岩居多，矿床则为卡林

型、斑岩型、矽卡岩型或沉积型，如西秦岭和长江中

下游的例子（图!45）；如果剥蚀程度中等，出露的是

上地壳下部或中地壳的变质岩，埃达克型花岗岩多

呈大岩体或岩基，金矿只见沉积型而很少有斑岩型

的，如小秦岭和胶东的实例（图!4.）；如果剥蚀深达

下地壳，岩浆仍然是埃达克型花岗岩，矿床则没有

了，因为，矿床不能在高温高压环境下沉淀，能够存

在的只是矿液的通道的残迹（图!46），如大别的例

子。大别的埃达克型花岗岩不是不利于成矿，而是

矿液不能够沉淀下来。

因此，如果一个地方花岗岩很多却无矿床分布，

并不是该区的花岗岩不含矿（如果该区不是下地壳

层位），也不是这种花岗岩不利于成矿，而是该地该

时可能没有地幔流体的供给，或是虽有流体但无合

适的矿源的缘故。对于找矿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一个地区既有花岗岩又有矿（不论矿床规模大

小），表明该区该时地幔有热和流体的供给，下地壳

底部有合适的源岩，该区就有成矿的可能性，就可以

在该区开展进一步的找矿工作。因此，在现阶段，

“就矿找矿”仍然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找矿方法和原

则，因为，它有理论依据。

总之，一个地区，可以有花岗岩广泛出现、金铜

矿却很少的现象，但是，不可能有金铜矿床密集而岩

浆岩不发育的情况。当然，这是从区域规模上说的，

不是指的矿区尺度上的情况。如小秦岭，与成矿有

关的埃达克型花岗岩均不在矿区范围内（图#），又如

西秦岭，金矿周围几公里或十几公里无花岗岩分布。

以中国东部高原为例，高原处处可见埃达克型花岗

岩，但与埃达克型花岗岩有关的矿产却只集中在局

部地区。这是因为成岩需要的条件相对简单（有足

够的热即可），而成矿除了热，还需要流体和源岩，三

者缺一不可。

!7" 含矿岩体与不含矿岩体问题

花岗岩与成矿关系的研究已经有上百年的历

史，但是，困扰我们的是，花岗岩与矿有关，但并非每

一个花岗岩体均与矿伴生，于是，人们就问：为什么

有些岩体有矿？有些岩体无矿？埃达克型花岗岩不

是与斑岩铜矿有关吗，为什么有的斑岩有矿，有的斑

岩无矿？于是，就分出含矿岩体和不含矿岩体，就有

人孜孜不倦地企图找出两者之间的区别，以应用于

未知区的找矿。实际上，既然成矿与成岩是两回事，

它 们之间并无因果关系，因此，就不存在“为什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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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岩体有矿？有些岩体无矿？”的问题，也无所谓“含

矿岩体”和“不含矿岩体”，企图找出它们两者的区别

也就是徒劳的了。“含矿岩体”的说法具有成因联系

的含义，是不符合地质实际的。理由如下：

（!）成岩作用包括岩浆从熔融到固结的过程，岩

浆是高黏性的熔体；成矿是从流体（矿液）转变为固

体（矿床）的过程，矿液是黏性极低的流体。熔体和

流体是两种物理化学性质完全不同的物质，两者可

以发生物质交换，但是，两者没有成因联系。

（"）成岩与成矿来源不同。以金铜与花岗岩的

关系为例，花岗岩源于硅铝质下地壳的部分熔融，花

岗岩与下地壳具成因联系；金铜源于地幔或底侵的

玄武质岩浆，金铜与地幔和玄武质岩浆有成因联系；

花岗岩与金铜无成因关系。如果花岗岩源于底侵的

玄武岩（硅镁质），金铜也源于底侵的玄武岩，则花岗

岩与底侵的玄武岩为成因关系，金铜与底侵的玄武

岩也是成因关系，花岗岩与金铜同源，两者为兄弟关

系，也非成因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地幔和底侵的玄

武质岩浆是金铜的母岩，玄武质岩浆是花岗岩的母

岩，花岗岩不是金铜的母岩。以钨锡与花岗岩的关

系为例，花岗岩源于下地壳的部分熔融，花岗岩与下

地壳具成因联系；钨锡也源于下地壳，钨锡与下地壳

也是成因关系。花岗岩与钨锡同源，两者也为兄弟

关系而非成因关系。因此，下地壳是钨锡的母岩，也

是花岗岩的母岩，而花岗岩不是钨锡的母岩。

在一个矿区（如铜陵），可以有许多花岗岩，有的

与矿伴生，有的与矿无关，矿体可以产于岩体内部

（斑岩型）、边部（矽卡岩型）、外部（层控型）。它们是

一种什么关系呢？只是时空分布上的关系，也非成

因关系。花岗岩为什么出现在该区？一是由于该时

该地之下的地幔有热的供给，下地壳得以熔融；二是

由于构造作用有利于岩浆上升并固结在地壳的一定

层位。铜矿为什么出现在该区？一则因为该时该地

之下的地幔有热和流体的供给；二是源区有铜的源

岩，流体有合适的条件可以将铜从源岩中萃取出来；

三是构造作用有利于矿液上升并固结在地壳的浅部

层位。铜与花岗岩不期相遇，可能与共用一个通道

有关。铜矿沉淀在浅部或在花岗岩内部、或在花岗

岩边部、或远离花岗岩，主要取决于铜矿沉淀的条

件，与花岗岩自身性质关系不大，花岗岩只是扮演了

铜矿赖以沉淀的围岩的角色。铜从液相变为固相，

对花岗岩地球化学性质并无选择，两者无必然的因

果关系，只是时空上相关而已。如刘国仁（"##$）所

归纳的情况：与花岗闪长岩有关的铜金矿床可因岩

浆侵入就位的地层和构造条件不同而产出多种类型

的矿床：在围岩为碳酸盐岩时易产生矽卡岩型矿床，

在硅铝质围岩中易形成斑岩型矿床，在含沉积黄铁

矿层的碳酸盐岩建造中形成层控矽卡岩型矿床，在

超浅成部位形成角砾岩筒型和热液脉型矿床，在火

山岩中还可以生成海相喷流型和陆相火山岩型的铜

金多金属硫化物矿床等（刘国仁，"##$）。铜陵有%#
多个岩体，成矿的只有十几个岩体，大多数岩体无

矿，我们怎样去区分成矿与无矿岩体各有什么特征

呢？有些铜矿在岩体内，为斑岩型的；有些在接触

带，为矽卡岩型的；有些在远离岩体的围岩中，为外

接触带型的。如何研究它们何以在岩体内、岩体边

或岩体外？铜陵岩体非常复杂，一个是岩体自身的

变化，一个是不同岩体之间的变化，如何区分哪些变

化与矿有关？哪些与矿无关？而且我们现在研究的

对象都是经历过各种变化以后留下的最终结果，含

矿岩体必定经历了更加明显的各种矿化和蚀变作用

的改造，如果加进矿化和蚀变的因素来区分含矿和

不含矿岩体是不科学的。铜陵的花岗岩源于下地壳

榴辉岩相的中基性变质岩，金铜源于地幔或玄武质

岩浆（如图!&所示），于是，花岗岩与金铜是“邻居关

系”；如果一部分花岗岩也来源于底侵的玄武岩，则

花岗岩与金铜为“兄弟关系”。但是，无论哪种情况，

金铜与花岗岩不具有成因联系，不是“母子关系”，花

岗岩不是“母”，金铜也不是“子”。对于斑岩锡矿来

说，斑岩是下地壳来源的，锡也是下地壳来源的，两

者同源，为兄弟关系，也非母子关系。

为什么说斑岩铜矿的斑岩不可能是铜矿的成矿

母岩？得从斑岩何以为斑岩说起。斑岩是侵位到地

壳浅部的花岗质岩浆快速降温的产物，不是在下地

壳底部就有的。在下地壳底部只能形成花岗质岩

浆，随着岩浆的上升，在地壳不同的部位和深度，由

于温度变化的不同及空间的限制，可以形成岩基、岩

体、岩株、岩瘤、岩床、岩脉、岩枝、岩管、岩墙甚至喷

出地表形成火山岩，如图!&’所示。而含铜的矿液

来自下地壳底部，矿液与岩浆可以同时也可以不同

时出现，但是，岩浆和矿液可能拥有共同的通道或后

者借用前者的通道。含铜矿液在斑岩中沉淀或不在

斑岩中沉淀，完全取决于含铜矿液沉淀的条件是否

能够满足。含铜矿液沉淀在斑岩中，为斑岩铜矿。

铜矿可以与斑岩同时，也可晚于斑岩。铜和斑岩均

源于下地壳底部的壳幔过渡带，对于斑岩来说，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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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原先是花岗质岩浆，来自下地壳的部分熔融，岩

浆侵位到地壳浅部才成为斑岩；对于铜矿来说，其

“母”来自地幔或玄武质岩浆，矿液上升到浅部富集

在斑岩中。因此，斑岩铜矿的斑岩和铜矿两者并非

同源，不具有成因联系，斑岩为铜矿的成矿母岩的提

法是不对的。

!!" 成岩和成矿时代问题

早先认为成矿与成岩有成因关系，于是认为成

矿时代必然受制于成岩时代，成矿一般与成岩同时

或稍晚，不大可能早于成岩。这种见解不一定有道

理。因为，精确的年代学研究表明，实际上存在许多

成矿年龄大于成岩年龄的例子（见陈衍景等，"##$，

表%）。如何解释成矿年龄早于成岩年龄呢？笔者认

为，在一个矿区范围内，成岩可以有一个时间间段，

成矿也可以有一个时间间段，两者可能大致重叠，成

矿可能略晚于成岩。如图%&所示，图中数字代表侵

位的顺序，%最早，&最晚。成矿（’、(）时代晚于岩体

%、"、)，早于岩体*和&。就一个成矿带或成矿区范

围来说，如果成岩在"(#!"##+,之间，成矿在"’#
!%$#+,之间，对于一个矿区或矿床来说，如果成

岩在")#+,，成矿在"’#+,，是合理的。因为花岗

图%& 成岩时代与成矿时代关系示意图

图中数字代表侵位的时间，%最早，&最晚，’和(代表矿床，其余

为花岗岩体，均属于埃达克型

-./!%& 012345,6.257849137:.;/634<49,6.7;13.=7>6.54
8.>>4<4;24?46:44;=46<7/4;41.1,;87<4@>7<5.;/=<72411

AB5?4<1.;6348.,/<,5<4=<414;66.547>45=9,2454;6，%>7<634

4,<9.41645=9,2454;6,;8&>7<6349,641645=9,2454;6，’,;8(>7<634

>7<5,6.7;7>7<484=71.61，6347634<1>7<634>7<5,6.7;7>,8,C.64@6D=4

/<,;.6.2<72C1

岩和 金 矿 都 与 地 幔 带 来 的 热 有 关，岩 浆 岩 总

体的时代与成矿的总体时代应当大体一致。但是，

对于具体的矿床和矿体来说，成岩时代和成矿时代

可以有差异，成矿可以略晚于或略早于岩浆岩，成矿

早于岩浆岩并不说明成矿与岩浆岩无关。学术界有

一种见解，认为成矿后的岩浆活动是与成矿无关的，

这种见解依然是受了成岩与成矿具有因果关系的认

识的束缚。

以胶东金矿为例，胶东埃达克型花岗岩非常发

育，时代跨度大，从%*#!%%)+,。胶东金矿成矿时

代主要集中在%)#!%%#+,，是否%*#+,的埃达克

型花岗岩就不利于成矿呢？非也。我们怎样解释胶

东埃达克型花岗岩与成矿的关系呢？

（%）胶东埃达克型花岗岩的时代限制了胶东地

壳加厚的时代即高原的时代，中国东部高原在胶东

地区是%*#+,前开始抬升的，在%%)+,后垮塌。

垮塌分两步：胶东的西部先垮塌（大约在%"(+,之

后），胶东的东部（威海@乳山一带）后垮塌。

（"）大规模岩浆活动集中在%*#!%"(+,之

间，表明此时地幔活动性强，有软流圈地幔大规模上

涌，故造成了大规模的岩浆活动。

（)）在%*#!%)#+,期间有大量的埃达克型花岗

岩出露而无矿，说明此时地幔有大量的热而无（或很

少）流体，故不利于成矿；而在%)#!%%#+,期间，地幔

不仅很热，还带来了大量的流体，既有利于花岗岩的

熔融，也有利于金矿的萃取，故出现了大量的金矿。

以乳山金矿为例，金矿主要位于昆嵛山花岗岩

内，部分在鹊山和三佛山花岗岩内（图%E）。昆嵛山

花岗岩年龄是%’"!%*#+,的（胡芳芳等，"##*；张

田等，"##E），鹊山花岗岩年龄是%(’!%(*+,的（张

田等，"##E），均早于成矿时代（%%&+,，据胡芳芳等，

"##*），该区存在%%)+,的三佛山花岗岩，但是，并

不与主要的金矿接触。昆嵛山、鹊山和三佛山花岗

岩都是埃达克型花岗岩，但是，昆嵛山和鹊山花岗岩

与成矿无关，虽然金矿在昆嵛山和鹊山花岗岩内，但

昆嵛山和鹊山花岗岩只是金矿的围岩。金矿与三佛

山花岗岩有关，尽管三佛山花岗岩与金矿在空间上

并不接触。因此，不是昆嵛山和鹊山花岗岩不利于

成矿，而是在昆嵛山和鹊山花岗岩形成时地幔只提

供了热而没有提供流体之故。

) 讨 论

#!$ 金铜和钨锡是相悖的

金铜与埃达克型和喜马拉雅型花岗岩有关，形

’’& 矿 床 地 质 "#%#年

 
 

 

 
 

 
 

 



 
 

 

 
 

 
 

 

图!" 胶东牟平#乳山金矿区地质略图（据胡芳芳等，$%%&）

’()*!"+(,-.(/(01)02.2)(34.,4-2/56078-(9)#:8;649)2.1<0.5(9=(42129)-09(9;8.4（4/50>?8054.*，$%%&）

成于加厚地壳；钨锡与南岭型（少数情况下与浙闽

型）花岗岩有关，形成于减薄地壳。因此，金铜和钨

锡是相悖的，不可能同时同地出现。但是，有些文献

描述一个成矿带有金、铜、钨、锡、铅、锌、银等矿产产

出，如何理解呢？笔者认为，如果金、铜、钨、锡同时

出现，可能有以下$种情况：

（!）金铜成矿时代不同于钨锡，或早于或晚于钨

锡，在金铜成矿时代地壳较厚；在钨锡成矿时代地壳

较薄。金铜和钨锡可以叠加在一起，如福建西部有

一个金铜成矿带，时代大致在!!%!!%%74范围，可

向北进入浙江，直抵绍兴。该带南部有大型的紫金

山斑岩铜矿，沿该带有许多小的金矿床、矿点。福建

西部有一个大型的行洛坑钨矿，恰位于该成矿带内，

行洛坑钨矿是福建最大的斑岩型钨矿，:0#@;年龄为

!A&74（张家箐等，$%%"），是晚侏罗世的，虽然在空

间位置上它处于该金铜成矿带内，实际上从时间上

来说，它与早白垩世晚期的金铜成矿没有关系。因

此，该带的钨矿形成时间早，形成于地壳减薄的时

期。至!!%74以后，该带地壳加厚，遂不利于钨锡

成矿而有利于金铜成矿（张旗等，$%%"）。金铜成矿

与钨锡成矿是叠置关系，两者虽同地但不同时。

（$）金铜和钨锡同时成矿，但地壳厚度不同，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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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地壳厚度明显变化的位置。虽然金铜、钨锡可

能处于一个成矿带（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成矿带），

金铜在成矿带的一侧，而钨锡在另一侧。成矿时金

铜一侧地壳较厚，钨锡一侧地壳较薄。

!!" 金、铜成矿深度的差别

金、铜伴生，但是，金、铜成矿深度可能是不同

的。斑岩铜矿是一个常见的术语，暗含的意思是：铜

矿与斑岩如影相随。斑岩就位的深度浅，在上地壳

的浅部。金矿产出的深度比铜矿宽得多，金可以与

斑岩铜矿在一起（斑岩金矿或斑岩铜金矿），也可以

单独出现。以中国东部为例，长江中下游是中国著

名的铜矿集区，那里的侵入岩大多是中性的石英闪

长岩类，铜矿的主要类型是斑岩型和矽卡岩型，伴生

金，成矿与埃达克型花岗岩密切有关（如铜陵、月山、

沙溪、滁州、安基山、城门山、武山、铜山口、丰山洞

等）。该区花岗岩以小岩体和斑岩为主，出露的地层

有零星分布的前震旦纪变质基底和震旦纪地层，广

泛发育寒武纪—三叠纪的碳酸盐岩沉积和侏罗纪—

白垩纪火山岩沉积，明显具上地壳的特征。西秦岭

卡林型金矿，少数与花岗岩或斑岩伴生，部分有花岗

岩脉产出，许多金矿矿区内甚至无花岗岩出露，表明

金矿成矿的深度很浅。胶东和小秦岭则是另外一个

极端。胶东金矿的围岩为太古宙的胶东群、""#片

麻岩和古元古代的荆山群和粉子山群。小秦岭金矿

大多呈石英脉和细脉浸染状产于太华群中，矿床类

型有破碎蚀变岩型、石英脉型和微细浸染型等（罗铭

玖等，$%%%）。小秦岭与胶东金矿的地质背景大体类

似：围岩为角闪岩相&绿片岩相的太古代—元古代变

质岩，部分达麻粒岩相，大体相当于中地壳层位。上

述实例说明，铜矿产出的部位较浅，位于上地壳的浅

部，与斑岩密切伴生；金矿产出的范围较宽，可深达

中地壳（金单独出现），也可浅到上地壳的上部（比斑

岩侵位的深度还要浅）。

大别地区有很多埃达克岩，其研究程度是中国

东部最高的，但是，大别的埃达克岩干干净净，没有

任何具经济价值的金或铜矿。这是为什么？难道是

大别的埃达克岩不利于成矿？大别之所以没有矿，

可能有以下$个原因：! 大别之下的地幔只提供了

热而没有提供足够的流体，只形成岩体而不成矿；"
大别也有金铜成矿，由于地壳强烈的抬升作用，出露

的为下地壳层位，金铜已被剥蚀殆尽。大别埃达克

型花岗岩规模一般较大，有的呈岩基产出，如主薄

源、天堂寨、天柱山等。花岗岩的围岩大别群变质程

度高，达角闪岩相&麻粒岩相&榴辉岩相，说明大别经

历了强烈的剥蚀作用，出露的埃达克岩可能属于岩

浆根部的岩石。究竟哪种可能性大？可能需要到北

淮阳盆地去找证据。金被剥蚀一般搬运不会很远，

大别周边如果保存有沉积型金矿，则第二种可能性

大，否则就是第一种可能性。

!!! 如何理解矿源层问题？

许多人认为金可以源于金矿就位的围岩，例如，

胶东蚀变岩型金矿的金源于胶东群，小秦岭的石英

脉型金源于太华群，西秦岭卡林型的金源于古生代

碳酸盐岩。围岩变质岩能否作为金矿的矿源层，视

变质岩成分大体可分为$种情况：

（’）太古代绿岩带 太古代绿岩带是由玄武质

岩石变质来的，玄武岩是富金的，因此，太古代绿岩

带可以作为太古代绿岩型金矿的矿源层，前提是金

矿时代与绿岩一致。如果绿岩带中的金矿时代与绿

岩不同，则需另行考虑。如许多绿岩带中的金矿是

中生代的，与周边中生代花岗岩关系更密切，绿岩带

可能就不一定是金的矿源层了，虽然其金的背景值

很高，判断方法见图’(（详见后述）。

（$）非玄武质原岩为主的古老变质岩系 一套

成分复杂的变质岩系或长英质占重要比例的变质岩

系，则很难成为金矿的矿源层，如果金矿时代不同于

变质岩系，则更加不可能。

但是，学术界似乎相当垂青于金源于围岩的说

法。例如对小秦岭、胶东以及西秦岭卡林型金矿成

因的认识。笔者在这里强调，如果认为金是从围岩

来的，那么，不仅矿区内的围岩（碳酸盐岩、太华群、

胶东群）金背景值高，而且，矿区外围岩的（碳酸盐

岩、太华群、胶东群）金背景值也应当高，而且，西秦

岭全区的围岩（碳酸盐岩）、小秦岭全区的太华群、胶

东全区的胶东群金的背景值也应当高。如果满足上

述条件，才能说金源于围岩。矿区外和大区域（西秦

岭、小秦岭、胶东）显然没有这样的情况。因此，碳酸

盐岩和古老的变质岩围岩不可能是金的源岩。相

反，为什么说金铜源于玄武岩和地幔岩？因为玄武

岩和地幔岩的金、铜背景值高是全球性的，是不分时

代和地域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个鉴别方法，即穿过矿

体作一个大剖面，长度至少几公里，连续取化探样，

如果金异常是远离矿体高而近矿低（图’(上图），则

金源于围岩，解释是金矿脉汲取了围岩的金，而使近

矿的围岩金丰度明显降低而远离矿体的围岩的金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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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两种可能的#$异常剖面图

上图：远离矿体的围岩#$背景值高，近矿围岩#$背景值降低，则

金源于围岩；下图：金矿脉#$含量最高，近矿围岩#$背景值高，

远离矿体#$背景值降低，则金源于矿脉

%&’(!" )*+,+--&./0,1+2&/0-+2#$34+53/&0-
6,,01：#$.378’1+$49:3/$0-90103-021+5;+-<1+78-<+’+/9:0&4，

&49&73<&4’<;3<’+/9*3-901&:0921+5;+-<1+78-；=+*01：#$.378>

’1+$49:3/$0-&47103-021+5;+-<1+78-<+’+/9:0&4，&49&73<&4’<;3<

’+/9*3-901&:0921+5<;0:0&4

化较小。如果金异常是近矿围岩高而远离矿体降低

（图!"下图），其解释是金源于矿体，近矿围岩接受

了从矿体扩散出来的金而含量高，远离矿体接受的

金少所以金背景值低。

? 关于找矿思路

!(" 埃达克型花岗岩是金铜找矿的前提而不是找

矿标志

鉴于埃达克型花岗岩与金铜成矿作用的密切关

系，有人曾提出埃达克岩可以作为找矿的标志来使

用（@0234<0<3/(，ABBA；张旗等，ABBA；ABB?3；ABB?.）。

这种说法引发了不小的争论，不少人对此提出异议

（如芮宗瑶等，ABBC；冷成彪等，ABBD3）。笔者在检讨

上述说法时认识到，埃达克型花岗岩作为找矿标志

的提法不恰当。找矿标志者，应当可以循此标志找

矿。例如，在一个地区如果发现了埃达克型花岗岩，

表明具备了寻找金铜矿床的前提，可以考虑在该埃

达克型花岗岩及其附近找矿。但是，矿体在哪里？

怎么延伸？就不能靠埃达克岩来解决问题，而要借

助其他标志，如蚀变、构造、矿化以及各种物化探异

常等。埃达克岩更重要的是作为找矿的前提，而不

是找矿的标志。例如在东昆仑已经发现了一些印支

期的埃达克型花岗岩，说明该时期东昆仑有一个加

厚地壳，为一个山脉，于是在山脉范围内就有找到金

铜的可能性，就应当在山脉范围内布置进一步的找

矿工作。而南北两侧的区域，没有该时期的埃达克

型花岗岩，就不需要布置找矿工作（只对金铜而言）。

又如在大兴安岭北部已经圈出一个侏罗纪—早白垩

世的鄂霍茨克山脉范围，在这个范围内找金铜是可

行的。

!(# 先找埃达克型花岗岩再找矿

笔者曾提出“先找埃达克岩再找矿”的说法（张

旗等，ABB?3；ABB?.），其本意是将埃达克岩作为找矿

的前提来看待：有埃达克岩，可以尝试找（金铜）矿；

无埃达克岩，不去找（金铜）矿。这个说法仍然是可

行的，它不仅适合找与E型埃达克型花岗岩有关的

斑岩铜矿，也适合找与F型埃达克型花岗岩有关的

金铜矿床。E型埃达克型花岗岩产于岛弧区，岛弧

区以岛弧岩浆活动为主，占优势的花岗岩类（包括侵

入岩和喷出岩）不是埃达克型花岗岩，而是安山岩G
英安岩G流纹岩组合（@0234<0<3/(，!""B；H31<&4，

!"""），该组合的特征是贫I1富J和J.，相当于浙

闽型花岗岩（张旗等，ABBC）。国外认为埃达克型花

岗岩是一种少见的岩石，道理即在此。由于金铜成

矿与埃达克型花岗岩关系密切，与岛弧岩浆组合不

那么密切，而埃达克型花岗岩又少见，因此，找矿应

当先找埃达克型花岗岩，然后围绕埃达克型花岗岩

来找矿。

埃达克型花岗岩与金铜成矿有关是根据许许多

多的现象归纳出来的。当然，以后或许可以找到斑

岩铜矿与埃达克型花岗岩无关的实例，但是，这否定

不了埃达克型花岗岩与斑岩铜矿有关的结论。地质

现象是异常复杂的，尤其矿床学领域，什么情况都是

可能的，需要我们仔细去研究和探索。但是，个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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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不能否定普遍的现象，个别的具有偶然性，而普

遍的现象中蕴含着某种规律性的东西。

!!"“上山”找金铜，“下山”找钨锡

笔者还提出“上山”找金铜，“下山”找钨锡的说

法，是根据金、铜、钨、锡与不同类型花岗岩的时空关

系得出来的（这里的“山”指的是成矿时期地壳加厚

所围限的范围，非指现今的“山”，例如南岭现在是山

而在侏罗纪时为盆或低地，据张旗等，"##$；"##%&）。

“上山”找金铜与“先找埃达克岩再找矿”的说法有否

矛盾？其实并不矛盾，“先找埃达克岩再找矿”，是说

明埃达克型花岗岩与金铜有密切的时空联系，埃达

克型花岗岩可以作为找矿的前提来使用。“上山”找

金铜是“先找埃达克岩再找矿”说法的更进一步的概

括和延伸。“上山”找金铜的说法仅适合产于陆内的

’型埃达克岩而不适合产于岛弧的(型埃达克岩，

其思路是：埃达克型花岗岩与加厚的地壳有关，地壳

加厚必然形成高山（高原或山脉），埃达克型花岗岩

出露在山上。“上山”找金铜包括)个方面的内容：

! 找矿的岩石多了，既包括埃达克型花岗岩，也包

括喜马拉雅型花岗岩；" 找矿的地域扩大了，扩大

到（由埃达克型和喜马拉雅型花岗岩及其他标志圈

定的）高山的全部范围；# 找矿不局限于埃达克型

和喜马拉雅型花岗岩自身及周边，还包括更大的范

围（如远离岩体的深度更浅的卡林型金矿）。

一般来说，在一个地区，埃达克型和喜马拉雅型

花岗岩的分布总是不均匀的，有的地方岩体多，有的

地方岩体少。此外，由于剥蚀程度的不同，岩体大小

不同，火山岩多寡不同，有些甚至被掩盖。但是，只

要是在高山的范围内，就具备找（金铜）矿的条件。

因为，如果地壳因构造作用加厚了，就不是一个孤立

的事件，不是局部的现象，它所引发的地表抬升应当

具有一定的规模和范围，如果是高原，长宽至少几百

公里，如果是山脉，延伸至少几百公里至上千公里。

从理论上说，在这个高原和山脉上都有找到矿的可

能性。鉴于成矿与成岩作用之间存在的差异，金铜

可能分布在岩体内、岩体附件或远离岩体（如小秦岭

和西秦岭的情况）。在考察物化探异常是否有利于

成矿时，只需考虑异常本身及其他找矿标志，至于附

近是否有埃达克型或喜马拉雅型花岗岩出露并不重

要。因此，“上山”找金铜主要是从宏观控制和战略

布局的角度出发的，仍然是将埃达克型（加上喜马拉

雅型花岗岩）作为找矿的前提来考虑，它大大拓展了

找矿的思路和空间，有利于用更短的时间，更小的代

价，找到更多的金铜资源。

!!!“就矿找矿”的思路仍然适用

就一个地区而言，可能出现"种情况：! 埃达克

型和喜马拉雅型花岗岩分布很广，也有金铜矿产出，

说明该区地壳厚，有地幔热的供给，有流体的带入，

该区就具备了成矿的良好条件，可以在该区扩大找

矿；" 埃达克型和喜马拉雅型花岗岩很发育，但是

无矿点和矿化现象，不适合在该区找矿，例如大别。

这就是“就矿找矿”的原则。在这里，关键还是有否

成矿的苗头。如果经过研究，认为成矿条件很好，但

是没有矿点和矿化现象，找矿仍然是一筹莫展。一

个地方如果有了成矿的苗头，进一步扩展就有了目

标和方向。

* 几个实例的再认识

花岗岩与成矿关系的研究向我们提出了新的要

求，即要求我们做研究要更加仔细一些，考虑问题要

更加周详一些，数据要更加精确一些。下面举几个

实例：

实例+ 小秦岭金矿

小秦岭金矿究竟与什么有关？金源于何处？是

研究小秦岭金矿必须回答的问题。大概有"种可

能：!金与太华群有关；"金与燕山期花岗岩有关。

从空间分布上看，金与太华群关系更加密切，因此，

多数人倾向于金与太华群有关。如果是这样，那么，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太华群整体上金的分布情况，太

华群金背景值高，是在矿体附近高？还是矿区范围

内高？还是小秦岭全区范围都高？即小秦岭属于图

+%上图的情况还是下图的情况？如果太华群金的背

景值是全区范围普遍高，而矿体附近金背景值低，说

明石英脉的金源于围岩太华群（图+%上图）。相反，

如果金背景值仅仅是矿体附近或矿区范围内高，而

小秦岭全区太华群金背景值并不高，说明金并非源

于太华群。矿体附近和矿区内金背景值之所以高，

是矿体带来的，是金从矿体向围岩扩散形成的（图+%
下图）。其次，需要从理论上比较太华群与花岗岩两

类地质体赋存金矿的可能性。如果金源于太华群，

必须查明太华群的成分，金与什么矿物相关以及赋

存状态如何。#我们还必须回答：太华群何以富金？

原因是什么？上述)个问题有了圆满的答案，才能

确认金是否与太华群有关。

实例" 山东乳山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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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热源。笔者预测，尖峰岭花岗岩与金矿无关，抱

伦农场花岗岩可能与金矿有关，虽然后者与金矿空

间上并不伴生（图!"）。

上述实例告诉我们：金矿与围岩的空间关系固

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时间关系。时空有关并非

两者必须形影相随，时空有关的关键是“时”，其次是

“空”。如果将两者颠倒过来，重视“空”而忽略“时”，

将把我们的研究引入歧途。小秦岭金矿在太华群

中，金却与空间上无关的埃达克型花岗岩有关。乳

山金矿在昆嵛山花岗岩中，成矿却与空间上无关的

三佛山花岗岩有关，虽然它们都是埃达克型的。抱

伦金矿位于尖峰岭花岗岩边部，成矿却与尖峰岭花

岗岩无关。金矿与埃达克型和喜马拉雅型花岗岩有

关而不是与南岭型花岗岩有关可能是有道理的，至

少众多的实例不会错。

抱伦金矿的实例还告诉我们：成岩与成矿的关

系需要过细的研究，需要精确的地球化学和同位素

定年资料。就抱伦金矿与花岗岩的关系来说，现在

下结论还为时过早，需要再研究，以便得出新的准确

的结论。

# 几点启示

本文关于成岩与成矿关系的讨论有如下一些启

示：

（$）成矿与成岩究竟是成因有关还是时空有

关？早先大多认为是前者，本文认为是后者。成岩

与成矿不是一回事，它们的源区不同，岩浆和矿液性

质不同，成岩和成矿过程不同。成岩与成矿有关主

要表现在!个方面：即源区深度和形成时空上。

（!）含矿岩体和成矿母岩的说法是否正确？早

先大多认为是这样，本文否定了这一说法。例如斑

岩铜矿的斑岩与铜矿如影相随，但是，在一个矿区，

为什么有的斑岩有矿，有的斑岩无矿？仔细分析才

知：斑岩源于下地壳，铜矿源于地幔或底侵的玄武

岩，两者不同源。因此，斑岩不是铜矿的母岩，含矿

岩体和无矿岩体的说法不成立。

（%）金铜与埃达克型和喜马拉雅型花岗岩有

关，钨锡与南岭型花岗岩有关，指的是什么含义？答

案仍然是与源区有关和时空有关，而非与成因有关。

源区有关指示钨锡在减薄的伸展背景下成矿，金铜

在地壳加厚的挤压背景下成矿，即所谓：“上山”找金

铜，“下山”找钨锡。

（&）花岗岩与成矿有关对于找矿有什么用处

呢？早先非常重视两者关系的研究，倾注了极大的

精力去识别含矿岩体和无矿岩体，去找成矿母岩或

在成矿母岩中找矿。本文则淡化这一认识，认为花

岗岩只是找矿的前提，不能把它作为找矿标志使用。

例如，要找金铜，则应当到古代的山脉中去找；要找

钨锡，则去古代的盆地中去找。反之，如果证明某处

存在某个地质时期的山脉或高原，则有希望在该处

寻找该时期的金铜；如果鉴别出某地保存一个地质

时期的盆地，则有望在该地寻找该时期的钨锡。

（’）正因为成岩与成矿如此的不同，研究它们

的方法和思路也应当不同。对花岗岩应着重详细和

精确的地球化学和同位素年代学研究，查明其形成

的深度及源区特征；对金铜钨锡则应着重矿液形成

和矿床沉淀过程中的化学变化及矿床形成条件的研

究。找矿则是利用各种技术手段探寻矿床沉淀的位

置。

( 结 论

（$）金铜成矿与埃达克型和喜马拉雅型花岗岩

有关，钨锡成矿与南岭型花岗岩有关，其原因主要取

决于成岩和成矿的深度，其次还可能取决于氧逸度。

深度大，压力大，氧逸度高，有利于金铜的萃取；相

反，深度浅，压力低，还原环境，有利于钨锡被萃取。

因此，金铜和钨锡成矿是相悖的，它们不可能同时同

地出现，但是，可以叠加或相邻在一起。

（!）中酸性岩浆岩与成矿作用的关系大体可以

这样表述：埃达克型花岗岩与斑岩铜矿有关，虽然不

是每一个埃达克质斑岩都有矿，但是，凡是斑岩型铜

矿的斑岩，)"*以上可能是埃达克型花岗岩；埃达克

型和喜马拉雅型花岗岩与金矿有关，同样，不是每一

个埃达克型和喜马拉雅型花岗岩都有矿，但可以反

过来说，凡是与金铜矿有关的花岗岩，绝大多数可能

是埃达克型或喜马拉雅型花岗岩；钨锡与南岭型花

岗岩有关，同样，并非每个南岭型花岗岩都有钨锡

矿，但是，凡是与钨锡矿有关的花岗岩，绝大多数可

能是南岭型花岗岩。

（%）为什么有的埃达克型花岗岩与铜矿有关，有

的与金矿有关？原因不清楚。推测可能与源岩中金

铜被萃取的条件以及金铜最终沉淀的条件有关。金

铜皆源于地幔和玄武质岩浆，如果金比铜更容易被

萃取，则有利于金的成矿，反之则有利于铜的成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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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富含金铜的矿液在地表浅部何者能够富集成

矿，就成何矿，此其一；其二，还与剥蚀程度有关，如

果剥蚀很浅，则有利于寻找金矿（卡林型），此时岩浆

岩很少，多以很小的岩株或岩脉出现；如果剥蚀较

浅，以斑岩为主，则出现斑岩型和矽卡岩型铜矿或金

铜矿；如果剥蚀较深，则以金矿为主（蚀变岩型、剪切

破裂带型、石英脉型）。

（!）卡林型金矿与花岗岩成矿的关系表明，卡林

型金矿也与埃达克型或喜马拉雅型花岗岩有关，包

括美国著名的卡林型金矿的发源地内华达州。研究

表明，内华达州卡林型金矿成矿时该区地壳很厚，可

能为一始新世的山脉，查明该山脉的范围和时限，对

于该区找矿是有益的。此外，不但要注意该带的金

矿，可能还有发现斑岩铜矿的可能性。

（"）成岩和成矿是不同的两回事，有各自独立的

不同过程。成岩基本上是一个物理过程，而成矿主

要表现为化学过程。岩浆不同于矿液，尤其是花岗

质岩浆，具有很大的黏性，很难发生对流、结晶分离、

混合和混染；而矿液是流体，极易发生变化，极易与

其他物质混合，发生各种化学反应。成岩需要热，这

是最基本的条件；成矿需要热、流体以及合适的矿

源，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因此，成矿比成岩复杂得

多，也苛刻得多。在一个地区，成岩作用可以很普

遍，但是，成矿可能很局限。

（#）花岗岩与成矿有关不是指的成因有关。花

岗岩源于下地壳，金铜源于地幔或玄武岩，两者不同

源，花岗岩与金铜既不是“母子关系”，也非“兄弟关

系”，只是“邻居关系”。如果花岗岩和金铜均源于底

侵的玄武岩，则花岗岩与金铜同源，玄武岩是“母”，

花岗岩和金铜是玄武岩的“子”，花岗岩与金铜是“兄

弟关系”。对于钨锡来说，与花岗岩一样，也源于下

地壳，则下地壳是花岗岩和钨锡共同的“母”，花岗岩

和钨锡是“子”，花岗岩和钨锡也是“兄弟关系”。在

任何情况下，花岗岩都不是金铜或钨锡的“母岩”，花

岗岩与成矿无成因关系。因此，区分含矿岩体和无

矿岩体没有意义，成矿岩体的说法也是不对的。

（$）花岗岩与成矿有关主要指的是时空有关。

本文更强调时空有关中的时间：成矿大体与成岩同

时，可略早于或晚于成岩；而空间上则可以是变化

的，可以在一起，也可以不在一起（在岩体内部、岩体

边部甚至远离岩体）。矿体的围岩未必与成矿有关

（如小秦岭金矿的太华群、胶东金矿的胶东群、西秦

岭卡林型金矿的围岩碳酸盐岩以及抱伦金矿的尖峰

岭花岗岩），远离矿体的花岗岩未必与成矿无关。因

此，时空有关的关键是“时”，其次才是是“空”。如果

将两者颠倒过来，重视“空”而忽略“时”，将把我们的

研究引入歧途。

（%）总之，花岗岩与成矿的关系，不论金铜、钨

锡，花岗岩都是找矿的前提而非找矿的标志。找矿

之前需要查明成矿与花岗岩是否有关和如何有关，

发现矿以后继续找矿和扩大找矿，就应当致力于成

矿条件和找矿标志的研究了。在这个阶段如果还需

要研究花岗岩，则着力于花岗岩与成矿的时空联系，

仍然不能把花岗岩当成找矿标志来使用。

花岗岩是岩浆岩中最复杂的，许多基本的问题

都还没有搞明白（张旗等，&’’%），而成矿比花岗岩更

复杂。一个地区总结出来的花岗岩理论可以应用于

其他地区，不分地域，不论国内国外；而一个地区总

结出来的成矿规律或成矿模式则很难一成不变地应

用于其他地区。原因即在于成岩大体上是一个物理

过程而成矿是一个化学过程，我们现在观察到的成

矿现象可能并非原来意义上的、本质的现象。岩石

学从实践到理论相对比较容易，而矿床学从实践到

理论非常艰难。从矿液转变为矿床的过程（矿液沉

淀的过程）是最难琢磨也是目前矿床学研究中最薄

弱的环节。矿床学研究有不同于岩浆岩的思路、手

段和方法，矿床学研究要更上一层楼，需要在化学和

实验研究上下更大的功夫。

志 谢 本文的想法曾经在中国科学院地质与

地球物理研究所展示过，并与张连昌和秦克章研究

员进行过讨论，桂林有色矿产地质研究院姚金炎教

授级高工对本文的评论以及审稿人对本文的评述对

本文的修改有益，在此谨致以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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